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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物种质资源发掘与创新利用(２０１３ＢＡＤ０１Ｂ０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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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第三次全国农作物种质资源调查与收集”重庆项目组ꎬ于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至 １１ 月初在重庆市巫山县、奉节县和石柱

县 ３ 个县开展了农业生物资源的系统调查ꎬ通过深入村社和农户ꎬ调查了解作物种类与品种多样性情况ꎬ收集和挖掘古老、特
有和稀少种质资源ꎮ 本次调查共收集到农作物地方品种和野生近缘植物种质资源 ３４１ 份ꎬ其中粮油作物 １３６ 份、蔬菜 ８６ 份、
果树 ５７ 份、茶树 ５ 份、烟草 ２２ 份、牧草 ３０ 份、麻类 ５ 份ꎮ 本文重点介绍在粮油作物中的荞麦种质资源调查和资源收集情况ꎬ
在收集到的 １９ 份荞麦资源中ꎬ既有珍稀、古老的地方品种ꎬ也包括特有野生资源ꎮ 荞麦承载了彝族等少数民族的文化内涵ꎬ随
着现代农业的发展ꎬ荞麦的古老、珍稀和特有种质资源正在流失ꎬ建议相关部门因地制宜ꎬ在发展现代农业生产的同时ꎬ采取

必要的经济措施ꎬ对古老、珍稀和特有的荞麦种质资源ꎬ进行农户或原生境保护ꎬ为进一步开发利用提供种质资源基础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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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直辖市位于我国内陆西南部、长江上游ꎬ四
川盆地东部边缘ꎬ地跨青藏高原与长江中下游平原

的过渡地带ꎮ 气候温和ꎬ无霜期长ꎬ雨量充沛ꎬ境内

有大巴山、巫山、武陵山、大娄山等山脉和长江、嘉陵

江、乌江、涪江、綦江、大宁河等河流ꎬ地貌以山地丘

陵为主ꎬ居住着土家族、彝族、藏族、壮族、黎族、苗
族、维吾尔族、蒙古族、独龙族、侗族、哈尼族、瑶族、
朝鲜族、满族、回族、布依族、傣族、鄂温克族、畲族、
珞巴族、佤族、白族、水族、土族、塔吉克族、门巴族、
基诺族、撒拉族、仡佬等 ５０ 余个少数民族[１]ꎮ 不同

的民族和不同的生产、生活习惯构成了我国富有鲜

明个性的巴渝民族文化ꎬ同时赋予了荞麦种质资源

丰富的民族文化内涵[２]ꎮ
“第三次全国农作物种质资源普查与收集”重

庆项目组 ２０１５ 年第 ４ 季度主要考察了位于重庆市

东北部的巫山、奉节和石柱县ꎮ 这些地区山高谷深ꎬ
地理环境相对封闭ꎬ农民仍然保留传统习惯ꎬ保存和

利用了大量高产和优质的农作物种质资源ꎮ 海拔落

差大ꎬ垂直分布:２６８０ ~ ７３. １ ｍꎬ地貌和气候复杂ꎬ孕
育了生物资源的多样性[３]ꎬ发源于该地区的荞麦种

质资源ꎬ受外界环境条件的胁迫ꎬ形成了耐高寒、湿
热、抗病能力强的特性[４￣５]ꎮ

在收集到的 ３４１ 份各类农业生物资源中ꎬ荞麦

仅有 １９ 份ꎬ可见随着现代农业的发展和环境条件的

变化ꎬ古老、稀有和特有的荞麦种质资源正在发源地

流失ꎬ各级有关部门应引起足够重视ꎬ采取必要的措

施进行保护和利用ꎮ

１　 调查方法与内容

１. １　 项目的组织

根据“第三次全国农作物种质资源普查与收

集”项目要求ꎬ由中国农业科学院、重庆市农业科学

院、江苏省农业科学院和四川农业大学等单位有关

专家组成重庆地区考察收集组ꎬ于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至

１１ 月初进行了农作物种质资源的系统调查和收集

工作ꎮ 在开展系统调查收集之前ꎬ首先听取和总结

当地农委关于本地资源普查的情况报告ꎬ根据普查

情况ꎬ选取有代表性的县 ３ 个ꎬ每县选取 ３ ~ ５ 个乡

镇ꎮ 本次系统调查的乡镇为石柱县的枫木乡、河嘴

乡、鱼池乡和龙潭乡ꎬ巫山县的邓家乡、当阳乡和曲

尺乡ꎬ以及奉节县的长安乡、兴隆镇、吐祥镇、云雾

乡、太和乡ꎮ 考察收集组与当地农林系统混合编组ꎬ
每县 ３ 个考察小组ꎬ每个考察小组负责 １ ~ ２ 个乡镇

的考察ꎬ每组配备全球定位系统(ＧＰＳ)等考察设备ꎬ

县农委派人参加调查ꎬ到村后再由村(社)向导带

路ꎬ走访有特点的村ꎬ考察该村农作物品种的种植历

史和现状ꎬ并搜集有关种质资源及其信息ꎮ
１. ２　 调查技术和路线

结合普查情况ꎬ在查阅当地县志、民族志和农业

区划等相关资料并与当地农林部门和专业人员座谈

的基础上ꎬ严格遵照“第三次全国农作物种质资源

普查与收集行动”技术规范中的系统调查流程ꎬ开
展作物种类、品种类型、社会经济等系统调查工作ꎬ
并参考郑殿升等[６]编写的«农作物种质资源收集技

术规程»ꎬ规范填写“第三次全国农作物种质资源普

查与收集”调查表栏目ꎬ主要内容包括样品编号、采
集时间与地点、ＧＰＳ 定位海拔和经纬度ꎬ品种(种

质)名称、类别、来源和生态环境ꎬ种质的主要特征

特性和用途ꎬ采集者和样品提供者的信息以及样品

照片等ꎮ 其中荞麦野生资源鉴定根据中国荞麦属植

物分种检索表进行分类ꎮ 农家种栽培荞麦根据荞麦

种质资源描述规范和数据标准进行记录拍照ꎮ 本调

查自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至 １１ 月初ꎬ调查路线为巫山—奉

节—石柱(图 １)ꎮ

２　 调查结果与分析

通过对 ３ 个县 ９ 个乡 ２７ 个村的深入调查ꎬ本次

调查队共收集到农作物地方品种和野生近缘植物种

质资源 ３４１ 份ꎬ其中有些是古老、珍稀和特有的品

种ꎮ 在收集的各类种质资源中ꎬ有粮油 １３６ 份、蔬菜

８６ 份、果树 ５７ 份、茶树 ５ 份、烟草 ２２ 份、牧草 ３０ 份ꎬ
麻类 ５ 份ꎮ 本文重点介绍粮油作物中的荞麦资源调

查结果ꎮ １９ 份稀有荞麦种质资源ꎬ其中苦荞 ７ 份ꎬ
甜荞 ９ 份ꎬ以及荞麦的野生种 ３ 份ꎮ 本次考察收集

到的荞麦资源垂直分布跨度较广:甜荞栽培种植地

域分布从海拔 ６１７. ６ ｍ 的石柱县河嘴乡联盟村狮林

组到海拔 １５６５ ｍ 的石柱县枫木乡昌坪村ꎮ 甜荞的

生长期约为 ３ ~ ５ 个月ꎬ低海拔地区(低于 １１００ ｍ)
的种植习惯是 ７、８ 月种植 １１ 月收获ꎬ而高海拔地区

(１２００ ｍ 以上)则是选择在 ３￣５ 月份的春季播种ꎬ
７ － １０ 月收获ꎮ 苦荞的垂直分布为从海拔 ７２９ ｍ 的

巫山县当阳乡高坪村九社的当阳苦荞到海拔

１７４５ ｍ 的奉节县云雾乡红椿村的云雾苦荞ꎬ低海拔

地区(低于 １２００ ｍ)种植时间为 ７ 月ꎬ９ － １１ 月收

获ꎬ而高海拔地区(高于 １３００ ｍ)则为 ４ 月种植 ７ 月

收获ꎮ 可见山区农户对于适时种植荞麦具有丰富的

经验ꎬ在与玉米、马铃薯和蔬菜倒茬混种的低海拔

地区ꎬ当地农民会选择在头伏种植荞麦ꎬ最晚在二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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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考察路线地图

Ｆｉｇ. １　 Ｔｈｅ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ｒｏｕｔｅ ｍａｐ

种植ꎬ三伏种植的荞麦一般无法结实ꎮ 高山地区

(１５００ ｍ 以上)农户经常将荞麦种植在悬崖边或大

于 ４５°夹角的坡地上以充分利用有限的山区土地资

源ꎬ而这些地区相对较为封闭ꎬ种子多为代代相传的

自留种ꎬ自留种通常前 ２ 年播种可以出苗ꎬ第 ３ 年的

旧种子出苗率则会很低ꎮ

２. １　 荞麦的生产与分布

荞麦资源分布广泛ꎬ但各处的种植面积很小ꎮ
品种多为地方品种(图 ２)ꎬ也有引进品种ꎮ 当地少

数民族喜欢食用荞麦ꎬ做成主食或小食ꎮ 荞麦也可

作药用ꎬ根茎叶可入药或做汤食用ꎬ具有保健作用ꎮ
当地荞麦的生产目的主要为自用ꎬ也作为饲草和饲

料来源(表 １)ꎮ

图 ２　 苦荞资源的古老地方品种

Ｆｉｇ. ２　 Ｔｈｅ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ｎｄｒａｃｅｓ ｏｆ ｔａｒｔａｒｙ ｂｕｃｋｗｈｅａｔ ｇｅｒｍｐｌａｓｍ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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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收集的荞麦资源总表

Ｔａｂｌｅ １　 Ｔｈｅ ｌｉｓｔ ｏｆ ｃｏｌｌｅｃｔｅｄ ｂｕｃｋｗｈｅａｔ ｇｅｒｍｐｌａｓｍ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序号

Ｃｏｄｅ
采集编号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 ｎｕｍｂｅｒ
地方种名称

Ｓａｍｐｌｅ ｎａｍｅ
物种拉丁名　 　

Ｌａｔｉｎ ｎａｍｅ ｏｆ ｓｐｅｃｉｅｓ　 　
海拔(ｍ)
Ａｌｔｉｔｕｄｅ

１ ２０１５５０２２１２ 当阳苦荞 Ｆａｇｏｐｙｒｕｍ ｔａｔａｒｉｃｕｍ (Ｌ. )Ｇａｅｒｔｎ ７２９

２ ２０１５５０２７１８ 鱼池苦荞 Ｆａｇｏｐｙｒｕｍ ｔａｔａｒｉｃｕｍ (Ｌ. )Ｇａｅｒｔｎ １０４８. ５

３ ２０１５５０２１２０ 竹贤苦荞 Ｆａｇｏｐｙｒｕｍ ｔａｔａｒｉｃｕｍ (Ｌ. )Ｇａｅｒｔｎ １３０８

４ ２０１５５０２０２４ 邓家苦荞 Ｆａｇｏｐｙｒｕｍ ｔａｔａｒｉｃｕｍ (Ｌ. )Ｇａｅｒｔｎ １１９５

５ ２０１５５０２３０５ 吐祥苦荞 Ｆａｇｏｐｙｒｕｍ ｔａｔａｒｉｃｕｍ (Ｌ. )Ｇａｅｒｔｎ ８９０

６ ２０１５５０２５３７ 长安苦荞 Ｆａｇｏｐｙｒｕｍ ｔａｔａｒｉｃｕｍ (Ｌ. )Ｇａｅｒｔｎ １７０３

７ ２０１５５０２３２６ 云雾苦荞 Ｆａｇｏｐｙｒｕｍ ｔａｔａｒｉｃｕｍ (Ｌ. )Ｇａｅｒｔｎ １７４５

８ ２０１５５０２２０２ 高坪花荞 Ｆａｇｏｐｙｒｕｍ ｅｓｃｕｌｅｎｔｕｍ Ｍｏｅｎｃｈ ７８７

９ ２０１５５０２２３０ 红槽花荞 Ｆａｇｏｐｙｒｕｍ ｅｓｃｕｌｅｎｔｕｍ Ｍｏｅｎｃｈ １２３１

１０ ２０１５５０２４０１ 三桥花荞 Ｆａｇｏｐｙｒｕｍ ｅｓｃｕｌｅｎｔｕｍ Ｍｏｅｎｃｈ １２２９

１１ ２０１５５０２６０７ 枫木花荞 Ｆａｇｏｐｙｒｕｍ ｅｓｃｕｌｅｎｔｕｍ Ｍｏｅｎｃｈ １３４８

１２ ２０１５５０２６０９ 昌坪花荞 Ｆａｇｏｐｙｒｕｍ ｅｓｃｕｌｅｎｔｕｍ Ｍｏｅｎｃｈ １５６５

１３ ２０１５５０２７０６ 联盟花荞 Ｆａｇｏｐｙｒｕｍ ｅｓｃｕｌｅｎｔｕｍ Ｍｏｅｎｃｈ ６１７. ６

１４ ２０１５５０２７１７ 团结花荞 Ｆａｇｏｐｙｒｕｍ ｅｓｃｕｌｅｎｔｕｍ Ｍｏｅｎｃｈ １０４８. ５

１５ ２０１５５０２８４４ 龙潭花荞 Ｆａｇｏｐｙｒｕｍ ｅｓｃｕｌｅｎｔｕｍ Ｍｏｅｎｃｈ ９８３

１６ ２０１５５０２１２１ 福坪花荞 Ｆａｇｏｐｙｒｕｍ ｅｓｃｕｌｅｎｔｕｍ Ｍｏｅｎｃｈ １３０８

１７ ２０１５５０２３０７ 荞麦当归 Ｆａｇｏｐｙｒｕｍ ｃｙｍｏｓｕｍ(Ｔｒｅｖｉｒ. ) Ｍｅｉｓｎ １０９０

１８ ２０１５５０２４２６ 荞麦草 Ｆａｇｏｐｙｒｕｍ ｃｙｍｏｓｕｍ(Ｔｒｅｖｉｒ. ) Ｍｅｉｓｎ １４１０

１９ ２０１５５０２４３９ 猪草 Ｆａｇｏｐｙｒｕｍ ｇｒａｃｉｌｉｐｅｓ(Ｈｅｍｓｌ. )
Ｄａｍｍｅｒ. ｅｘ Ｄｉｅｌｓ

１２３７

２. ２　 古老的荞麦种质资源

２. ２. １　 当阳苦荞　 当阳苦荞(采集号 ２０１５５０２２１２)ꎬ
属于药食同源的粑粑苦荞ꎮ 采集于海拔 ７２９ ｍ 的巫

山县当阳乡高坪村九社ꎮ 株高 １００ ｃｍꎬ品质优ꎬ产
量高ꎬ耐瘠性好ꎬ不施肥ꎬ大概 ７ 月播种ꎬ９ 月收获ꎬ
与玉米和油菜倒茬较好ꎮ 该品种从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

延续种植至今ꎬ该品种属于药食同源作物ꎬ可制作粑

粑ꎬ口感好ꎮ
２. ２. ２　 鱼池苦荞　 鱼池苦荞(采集号 ２０１５５０２７１８)ꎬ
采集于海拔 １０４８. ５ ｍ 的石柱县鱼池镇团结村金花

组ꎬ该品种株高 ７０ｃｍꎬ穗长 ６ ~ １４ｃｍꎬ子粒大ꎬ抗寒

耐瘠ꎬ可以与油菜套种ꎬ７ 月播种ꎬ１１ 月收获ꎬ在当地

已经延续种植 ５０ 多年ꎬ现在仍有零星种植ꎬ当地主

要食用方式是做面条ꎮ
２. ２. ３　 竹贤苦荞　 竹贤苦荞(采集号 ２０１５５０２１２０)ꎬ
是优质抗逆的苦荞ꎬ采集于海拔 １３０８ ｍ 的巫山县竹

贤乡福坪村三组ꎬ该品种株高 ６５ ｃｍꎬ子粒大ꎬ品质

优ꎬ抗病虫、抗干旱、耐寒、耐瘠薄ꎬ４ 月初播种ꎬ７ 月

上中旬收获ꎮ 该品种在当地已种植大约 １２０ 年ꎬ延
续至今ꎬ在当地也是药食同源的作物ꎬ可以预防糖

尿病ꎮ

２. ２. ４　 邓家苦荞　 邓家苦荞(采集号 ２０１５５０２０２４)ꎬ
可以降血压、治疗糖尿病ꎬ采集于海拔 １１９５ ｍ 的巫山

县邓家乡邓家村三组ꎬ该品种株高 ８５ ｃｍꎬ穗长５ ｃｍꎬ
子粒小品质优ꎬ抗旱耐贫瘠ꎬ当地 ７ 月中旬播种ꎬ１０ 月

下旬收获ꎬ产量高ꎬ前后茬作物均为土豆ꎮ 该品种在当

地种植历史悠久ꎬ现在仍有零星种植ꎬ在当地除自家食

用外ꎬ还可用于降血压和治疗糖尿病ꎮ
２. ２. ６　 长安苦荞　 长安苦荞(采集号 ２０１５５０２５３７)ꎬ
采集于海拔 １７０３ ｍ 的奉节县长安乡五坝村一社ꎬ该
品种株高 １００ｃｍꎬ４ 月播种ꎬ７ 月收获ꎬ种植于高山平

坝上ꎬ黄壤土质ꎬ土家族自留品种ꎬ主要做粑粑ꎬ种植

历史已超过 ５０ 年ꎮ
２. ２. ７　 云雾苦荞　 云雾苦荞(采集号 ２０１５５０２３２６)ꎬ
可以降血压、治疗糖尿病ꎬ采集于海拔 １７４５ ｍ 的奉

节县云雾乡红椿村ꎬ４ 月播种ꎬ７ 月收获ꎮ 该品种主

要种植于高山平坝上ꎬ种植历史超过 ５０ 年ꎬ平时做

粑粑ꎬ功效是可用于清热解毒ꎮ
２. ２. ８ 　 高坪花荞　 高坪花荞(采集号 ２０１５５０２２０２)
(图 ３ 右)ꎬ是可以做粑粑的甜荞ꎬ采集于海拔 ７８７ ｍ
的巫山县当阳乡高坪村九社ꎬ该品种株高 ７０ ｃｍꎬ穗
长 ８ ｃｍꎬ子粒中等大小ꎬ品质优ꎬ大概 ７ 月播种ꎬ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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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收获ꎬ头伏播种最好ꎬ二伏播种还可结子ꎬ三伏播

种不结子ꎮ 种植历史悠久ꎬ至今已经延续规模种植

１００ 多年ꎮ 主要用于制作粑粑及年节时的祭拜品ꎮ
２. ２. ９　 团结花荞　 团结花荞(采集号 ２０１５５０２７１７)
采集于海拔 １０４８. ５ｍ 石柱县鱼池镇团结村金花组ꎬ
株高 ７５ ｃｍꎬ穗长 ６ ~ １４ ｃｍꎬ子粒大ꎬ抗寒耐瘠ꎬ与油

菜倒茬ꎬ７ 月份播种ꎬ１１ 月收获ꎮ 该品种在当地已种

植 ５０ 多年ꎬ至今仍有零星种植ꎬ常用于做面条ꎮ
２. ２. １０　 红槽花荞　 红槽花荞(采集号 ２０１５５０２２３０)
(图 ３ 左)采集于海拔 １２３１ ｍ 的巫山县当阳乡红槽

村三社ꎬ该品种株高 ７０ ｃｍꎬ品质优ꎬ耐寒耐涝ꎬ该品

种大概的播种期为 ３ － ７ 月ꎬ收获期为 ７ － １０ 月ꎬ用
来制作粑粑ꎬ尤其是适合制作口感很好的桐叶粑粑ꎮ
该品种已种植大约 ２００ 年ꎬ现在只有零星种植ꎮ
２. ２. １１　 枫木花荞　 枫木花荞(采集号 ２０１５５０２６０７)
采集于海拔 １３４８ ｍ 的石柱县枫木乡国锋村下坝组ꎬ
该品种株高 １２０ ｃｍꎬ子粒大小中等ꎬ品质优(香甜)ꎬ
产量高ꎬ抗病虫、耐寒ꎬ不抗旱ꎬ与洋芋和蔬菜倒茬ꎬ
适合于棕壤坡地ꎬ大概 ６ 月播种 １０ 月收获ꎬ该品种

在当地已延续种植 ２００ 多年ꎬ至今仍有零星种植ꎮ
用于做“推面”和粑粑ꎮ
２. ２. １２　 昌坪花荞　 昌坪花荞(采集号 ２０１５５０２６０９)ꎬ

采集于海拔 １５６５ ｍ 的石柱县枫木乡昌坪村ꎬ该品种

株高 １２０ ｃｍꎬ子粒小ꎬ品质优(香甜)ꎬ适合于棕壤坡

地ꎬ与土豆和蔬菜倒茬ꎬ５ 月中下旬播种ꎬ１０ 月底

收获ꎬ在当地延续种植约 ６０ 多年ꎬ至今仍有零星

种植ꎮ
２. ２. １３　 联盟花荞　 联盟花荞(采集号 ２０１５５０２７０６)ꎬ
采集于海拔 ６１７. ６ ｍ 的石柱县河嘴乡联盟村狮林

组ꎬ该品种株高 ７０ ｃｍꎬ耐贫瘠ꎬ与花生、红薯、玉米

和蔬菜倒茬ꎬ适合灰棕紫色土ꎮ ８ 月下旬播种ꎬ１１ 月

下旬收获ꎬ已延续种植 ９０ 多年ꎬ至今仍有零星种植ꎮ
２. ２. １４　 龙潭花荞　 龙潭花荞(采集号 ２０１５５０２８４４)ꎬ
采集于海拔 ９８３ ｍ 的石柱县龙潭乡龙潭村上坝组ꎬ
株高 ６０ ｃｍꎬ品质优(香、甜、细腻)ꎬ与玉米倒茬ꎬ适
合于黄壤土地ꎬ７ 月播种 １１ 月收获ꎬ该品种已种植

７０ 多年ꎬ在当地至今仍有规模种植ꎮ 当地居民用于

做粑粑和面条等ꎮ
２. ２. １５　 福坪花荞　 福坪花荞(采集号 ２０１５０２１２１)ꎬ采
集于海拔 １３０８ ｍ 的巫山县竹贤乡福坪村三组ꎬ该品

种株高 ６３ ｃｍꎬ子粒大ꎬ品质优口感好ꎬ抗旱抗病ꎬ耐
寒耐贫瘠ꎬ花期不抗蚜虫ꎬ当地 ４ 月初播种ꎬ７ 月上

中旬收获ꎮ 该品种已延续种植 １２０ 多年ꎬ至今仍有

一定规模ꎬ也是药食同源作物ꎬ可以预防糖尿病ꎮ

右侧的高坪花荞(甜荞)株型为松散型ꎬ花序为伞状疏松型ꎻ左侧红槽花荞(甜荞)株型为紧凑型ꎬ花序为伞状紧密型

Ｇａｏｐｉｎｇ ｃｏｍｍｏｎ ｂｕｃｋｗｈｅａｔ(ｒｉｇｈｔ)ｓｈｏｗｓ ｌｏｏｓｅ ｐｌａｎｔ ｔｙｐｅ ａｎｄ ｃｏｒｙｍｂ ｆｌｏｒｅｓｃｅｎｃｅꎬ
Ｈｏｎｇｃａｏ ｃｏｍｍｏｎ ｂｕｃｋｗｈｅａｔ( ｌｅｆｔ) ｓｈｏｗｓ ｔｉｇｈｔ ｐｌａｎｔ ｔｙｐｅ ａｎｄ ｃｏｒｙｍｂ ｆｌｏｒｅｓｃｅｎｃｅ

图 ３　 甜荞资源全株

Ｆｉｇ. ３　 Ｔｈｅ ｗｈｏｌｅ ｐｌａｎｔ ｏｆ ｃｏｍｍｏｎ ｂｕｃｋｗｈｅａｔ ｇｅｒｍｐｌａｓｍ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２. ３　 珍稀和特有荞麦种质资源

２. ３. １　 荞麦当归　 荞麦当归(采集号 ２０１５５０２３０７)
是野生金荞麦的一种(图 ４ 左)ꎬ采集于海拔 １０９０ ｍ
的巫山县吐祥镇燕子村ꎬ该品种属于荞麦的野生种ꎬ
适合于年均气温 １０ ℃、年均降雨量 １２００ ｍｍ 以及

黄壤土环境ꎬ尤其是在针叶灌草丛植被覆盖率 ８５％
的生态环境中长势良好ꎬ开花期约在 ９ － １０ 月ꎬ成
熟期约在 １０ 月 － １１ 月ꎬ当地人采集叶片做菜食

用ꎬ采集块茎入药ꎬ药效类似于当归ꎬ故称其为荞

麦当归ꎮ

９９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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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３. ２　 荞麦草　 荞麦草(采集号 ２０１５０２４２６)ꎬ是野

生金荞麦的一种(图 ４ 中)ꎬ当地称呼为“晕病药”ꎬ
采集于海拔 １４１０ ｍ 的奉节县兴隆镇东坪村十四组ꎬ
株高 １００ ｃｍꎬ在农家房前屋后的陡坡或河沟陡坡野

生ꎬ可以无性块根栽培ꎬ分蘖从根上生长出来ꎮ 可与

茴香和白菜套种ꎬ适合于黄壤土ꎬ开花期延续时间比

较长ꎬ可以从 ７ 月开至 １０ 月ꎬ该品种抗病虫、耐寒耐

瘠薄ꎬ不抗旱ꎮ 当地人采集该品种的叶子煮汤、做蛋

花或做炒鸡蛋的配料ꎬ也用于治疗高血压或贫血引

起的头晕ꎮ
２. ３. ３　 细柄荞麦　 细柄荞麦(采集号 ２０１５０２４３９)ꎬ
属于荞麦小粒组野生种 (图 ４ 右)ꎮ 采集于海拔

１２３７ ｍ 的奉节县兴隆镇东坪村十一组的黄壤土中ꎬ
株高 ３５ ｃｍꎬ分布于山沟和菜地中ꎮ

图 ４　 珍稀和特有荞麦种质资源

Ｆｉｇ. ４　 Ｔｈｅ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ｂｕｃｋｗｈｅａｔ ｗｉｌｄ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２. ４　 近年引入优质荞麦种质资源

２. ４. １ 　 三 桥 甜 荞 　 三 桥 甜 荞 ( 采 集 号

２０１５５０２４０１)ꎬ采集于海拔 １２２９ ｍ 的奉节县兴隆镇

三桥村二组ꎬ株高 １００ ｃｍꎬ穗长 ６. ５ ｃｍꎬ伞状紧密型

花序ꎬ株型为紧凑型ꎮ 开红花ꎬ子粒中等ꎬ大概在立

秋时播种ꎬ１２ 月份收获ꎬ与马铃薯倒茬ꎮ 该品种优

质、抗病虫ꎬ耐寒ꎬ耐贫瘠ꎬ不抗旱ꎬ子粒可做粮食ꎬ叶
子可做猪饲料ꎬ是当地品种流失后从外地购入的农

家种(图 ５)ꎮ

图 ５　 三桥甜荞

Ｆｉｇ. ５　 Ｓａｎｑｉａｏ ｃｏｍｍｏｎ ｂｕｃｋｗｈｅａｔ

２. ４. ２　 吐祥苦荞　 吐祥苦荞(采集号 ２０１５５０２３０５)ꎬ
采集于海拔 ８９０ ｍ 的奉节县吐祥镇复兴村ꎬ株高

６０ ~ ７０ ｃｍꎬ子粒中等大小ꎮ 该品种可以一年种植 ２
次ꎬ播种期 ２ －６ 月ꎬ收获期 ６ －８ 月ꎬ可以套种萝卜和

青菜ꎬ当地主要用于做饼吃ꎬ具有清热解毒的功效ꎬ种
植历史大约 ２０ 年ꎬ至今仍有零星种植(图 ６)ꎮ

３　 讨论

通过系统调查获得的稀有荞麦种质资源和野生

种质资源ꎬ发现大部分是地方特有种和古老的农家

品种ꎬ它们稀有的特征特性和利用特点均具有巴渝

文化内涵ꎬ对遗传育种和当地经济开发有极其重要

的价值ꎮ 本次收集的来自重庆地区的荞麦种质资源

地方种经过几十年的农事活动和人工选育选种已经

改变了原有的特征ꎮ 妥善保护和利用稀有荞麦种质

资源ꎬ对于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的生产、生活和文化传

承具有重要意义[７]ꎮ 据记载苦荞是彝族等少数民

族的主食之一ꎬ彝乡人常用树叶包好苦荞粑粑ꎬ再用

子母灰进行烧烤ꎬ吃时蘸蜂蜜风味独特ꎮ 土家族和

汉族也常常制作桐叶粑粑和饼[１￣４]ꎮ 从日常生活、
节庆之日、贵客临门乃至婚嫁、丧事、祭祀祖先均缺

少不了苦荞粑粑ꎬ而且根据不同的情况ꎬ苦荞粑粑也

有不同的做法ꎬ形状大小存在着一定的差异ꎬ比如祭

０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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祀、婚丧就有祭祀送灵荞、婚丧嫁娶荞ꎬ毕摩仪式中

也一些特定的仪式ꎬ比如驱风湿就必须爆炒荞粒ꎬ俗
称爆荞花ꎬ以祭神灵取悦鬼神ꎻ家神不悦使人致病ꎬ
也必须以荞粑作祭等[８￣９]ꎮ

图 ６　 吐祥苦荞

Ｆｉｇ. ６　 ＴＵＸＩＡＮＧ ｔａｒｔａｒｙ ｂｕｃｋｗｈｅａｔ

　 　 适度开发并加强研究具有药食同源特性的荞麦

品种[１０￣１１]ꎮ 许多少数民族居住在远离城市的地方ꎬ
缺医少药ꎬ在长期的生活积累中ꎬ认识到了苦荞麦和

野生荞麦品种的药用功能并用来治疗疾病[１２]ꎮ 例

如在奉节县高山上居住农户的屋旁发现的金荞麦ꎬ
当地也叫荞麦草ꎬ据女主人说ꎬ她小时候经常头痛ꎬ
父亲就采这种荞麦草为她治头痛ꎬ服用嫩叶后即可

缓解ꎬ长期服用可以治愈ꎮ 在该地区的河沟坡地上

还发现了开白色花朵的金荞麦ꎬ被当地人称为“晕
病药”ꎮ 同一片河岸发现的细柄荞麦ꎬ是当地优质

青饲料ꎮ 据报道细柄荞麦的黄酮含量类似于或高于

栽培苦荞麦[１３]ꎬ因此国家应该立项加强对药食同源

苦荞的研究和开发利用ꎮ
尽快制定保护措施ꎬ保护具有育种价值的稀有

荞麦种质资源和野生资源[１４]ꎮ 由于近些年交通和

经济得到改善ꎬ种植荞麦的农户越来越少ꎬ具有抗病

虫、抗逆和优质的荞麦种质资源在不断流失ꎬ荞麦种

质资源在本次考察收集中已比较稀少ꎬ３ 个县加起

来才收集到珍贵的 １９ 份ꎮ 在重庆地区常温保存条

件下ꎬ荞麦种子的发芽率第 １ 年较高ꎬ第 ２ 年只剩下

约 ５０％ ꎬ也影响了当地农户种植荞麦的积极性ꎮ 但

是在奉节县发现也有农户在继续种植荞麦ꎬ还有的

在当地品种流失后从别的地方购买进行种植ꎮ 当地

一些古老、珍稀和特有的荞麦品种ꎬ虽然产量较低ꎬ
但具有抗病虫、抗逆、口感好等优良特性ꎬ可以给农

民给予一定的补贴ꎬ鼓励他们种植这些品种进行农

户保存ꎬ对一些珍贵的野生荞麦种质资源进行原生

境保护ꎬ为进一步开发利用提供种质资源基础[１５]ꎮ
对花荞等经济价值高的作物品种应该引导农户加大

种植规模ꎬ打造一社一品ꎬ构建特色效益品牌ꎬ增加

农民收入[８]ꎮ

另外ꎬ在本次的考察当中ꎬ在河沟等山地发现的

蓼科植物主要有辣蓼和水蓼等ꎬ未见野生荞麦ꎮ 在

海拔 １３００ ~ １４００ｍ 的金荞麦可以开花但是由于两

型花中仅有长花柱型花ꎬ因此同一类型自交或近交

不能结实[１６]ꎬ主要依靠从块状根部分蘖进行无性

繁殖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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